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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杭州的夏季，酷热难耐，西湖边

的荷花却一如既往的开得特别华丽。赵

天叶的个展就在西湖边的杭州国画院展

出，面朝西湖与西湖零距离的展馆，与门

前的西湖仿佛从来就是一体的，一块块垒

起的红色砖块见证着西湖的变化与发展；

展厅中的作品，与湖中的荷花互为倾诉，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映成趣。

天叶出生于艺术世家，五官精致，长

发披肩，文静温婉，待人接物大方得体，是

师生们称道的“别人家的女孩”。她从小

生活在美院周边、美院老师们周边，家内

家外受到的熏陶自然少不了。她一路从

中国美院本科到硕士，毕业后就被杭州国

画院录用了。之后，又回母校攻读博士，

又到清华大学做访问学者，一边工作一边

学习一边画画，孜孜以求于她热爱的中国

画专业。

我认识天叶是从认识她的作品开始

的，那是在一次展览上，我站在一幅精致

的花鸟画作品前移不开步，有位老师过来

给我介绍说这是我们学校赵天叶同学的

作品。那时天叶正在本科学习阶段，创作

的作品已相当成熟，清新淡雅的风格特别

令人喜欢。这之后我开始关注她，有一次

在校园，一位漂亮的女同学迎面走来，礼

貌地叫了我一声“老师好”，我问她是哪个

学院哪个专业叫什么名字，这才终于让我

对天叶及其作品对上了号。之后，不断的

有关于她的消息传来，也不断地看到她各

个阶段的作品，知道她获得过许多奖，很

为她高兴。这次看到她的个展，这么多高

质量作品的呈现，特别振奋！可以说，她

的创作又实现了一个新的跨越。

我以为到目前为止，天叶的创作可以

分为两个阶段两种风格，博士阶段是其中

的分水岭。从本科到硕士，一直是工笔为

主的清新淡雅风，有江南女孩的秀气和温

馨，相信熟悉天叶的老师和同学都会认可

这个评价的，毕竟在这一路风格的创作上

她已经相当的稳定了。然而，就在大家都

以为她的硕士毕业作品肯定会以这个画

风呈现时，她却一改以往画风，创作了墨

竹八条屏。如此之快的变化，不仅让熟悉

她的师友有点“措手不及”，而且还引起了

一些质疑，以为这些作品并非天叶亲手所

画。正因为这些不同的声音也更加坚定

了她求新求变的决心，坚定了她必须要画

出好作品的决心。也许画画也是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吧，天叶的博士导师是张立辰

先生，先生虽早年就学于中国美术学院，

但长期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先生的南北

融合之风影响了他的学生。做访问学者

时，更是接受了北方的国画教学。因此，

天叶从博士阶段的作品开始，渐渐地多了

写意的成分、也多了些雄浑之气，显得更

加轻松自如了。我想，选择导师、选择深

造之地，本身就是她寻求突破寻求变化的

体现。

正是这种寻求，带来了天叶创作上的

变化。现在，她收放自如，在工笔与写意

之间驾轻就熟，能工能写、工笔严谨、意笔

大气；她转换自然，在继承与创新之间探

索有成，既传统又当代，拟古不失自己，出

新不忘传承。她用色极为大胆，又很特

别，在许多作品中，将中国画的留白赋予

了大红大蓝大紫大青，不仅将画面衬托得

非常鲜明，还让中国画兼具了传统意味与

当代气息，兼容了北方的雄浑与南方的灵

秀，使得“南方的女孩”更具力量感，也更

具视觉冲击力。《无梅有竹竹无朋》，红色

的背景很鲜明，白色竹枝很纯洁，只是竹

子的上面重重地压上了舞动的灰色，这游

龙般的灰色中还有水墨自然形成的隐约

可见的纹理，似花似叶似⋯⋯这是她对于

云水意象的表达。《玉碟纷纷落春深》，淡

绿色的背景，淡灰色的树干，白色的梅花

洒满整个画面，仿佛飘飘洒洒的雪花迎面

而来，让白色也变得热情了起来，原来冷

色调也可以是温暖的。当然，生在西湖边

长在西湖边又工作在西湖边，西湖是天叶

作品避不开的主题，西湖的水、西湖的荷、

西湖的柳叶、西湖的桃花，不断地成为她

作品的主角，仿佛让人们了解西湖、认识

西湖是她一种天然的责任。在她的笔下，

春天的西湖桃红柳绿，夏天的西湖荷花绽

放，秋天的西湖金色亮丽，冬天的西湖清

新又凝重，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表达不同的

呈现，这也是近年来天叶不断探索的

课题。

天叶还写得一手好字，作品的题跋有

楷书，写得工正；有行书，写得自如；还有

草书，写得流畅。我以为这与她硕士导师

卢勇的以身作则是分不开的，确实，题跋

也是作品的一部分，理应引起画家们的重

视。天叶的文学修养也是极好的，题跋中

的诗句可见一斑。

喜欢天叶，喜欢天叶的作品，喜欢天

叶的这种创作状态。天叶正年轻，相信凭

着她的天分、凭着她的努力，未来的艺术

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能工能写 雄浑与灵秀兼具
——观赵天叶作品
■钱晓芳（杭州）

说到纸上作品的展示，作品与墙面的

关系，究竟离墙面多远才合适？是需要平

整的还是褶皱的？都需要有所设计。我

觉得纸上素描或绘画的这种敏感特质，是

当代视觉艺术语言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自 1940 年代尤其是 1960 年代以来，

日本“物派”艺术探讨并直接利用了“物”

的静止、外露特性，隐身或达到一种使得

“物”不再仅是物质，而是使其成为一个主

导部分。它们经由点化，以裸呈的自身变

成艺术品，并从物质与物质、物质与场所

的联系中导引出了当代艺术所侧重表达

的关系、状况、状态等议题。

所以，当代艺术强调物质说话，比如，

有些时候，素描所用的这个纸要呈现出纸

的特性和情感，这个材料要能说话，而不

是——如 18 世纪以前的素描——仅仅将

纸张作为绘画行动轨迹的物质基底。可

以说，18世纪以前的美术学校基本上都是

素描学校，那个时候的素描都是强调功能

性，素描水准几乎决定了你的订件成功的

可能性。比如它值多少钱，我要先看你的

素描，你的素描没有问题才可以画油画或

者展开其他的制作。那时候的素描基本

上都是功能性的东西，还没有演化到独立

的当代纸上绘画这样一种全新的语言。

当然了，当代哲学、美学对艺术的干

预介入，促进了新艺术品类的丰富，由此，

艺术家的表达进入了更细致入微的更碎

片化的方向，这些同时也大大提升了素描

的表达可能。其他方面艺术或非艺术的

物性特质，也给了“从素描到纸上绘画”再

到“素描行动”或“素描现场”这样一种跨

界很多的动力和启示。

所以说，当代纸上绘画从素描而来，

但不完全是素描，是一种绘画、一种发生、

一种行动现场，也是一种“当代贫穷”或

“极简主义”思潮或气息的艺术，一种独立

的艺术，而不是像过去的那样。尤其是

1960年代以来。我们看安迪·沃霍尔的素

描画，他经常利用影像，把影像到画布和

纸上，他只勾勒影像形象的边缘，不像古

典素描那样，讲究一招一式，受过很强手

艺训练的那种大同小异的手法和成熟套

路。所以他那种素描带来一种很强的陌

生感。

纸上作品如何展示
■于艾君（沈阳）

纸上作品如何展示
■于艾君（沈阳）

于艾君 改编项目风景里的问题比我慌乱，我的眼睛已经适应黑暗

素描纸上油彩、油墨、蜡和油性彩色铅笔、拼贴 160.5×250.5cm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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